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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民主转型必经的阵痛”
马尔代夫政治动

荡令全世界旅游者、
政界、媒体界等为之
愕然。

这场动荡的直接
导火索，似乎是前总
统纳希德，他曾在斯
里兰卡创办民主党。
多年致力于马尔代夫
民主改革运动，几乎
住遍了所有马尔代夫
的监狱或看守所。
2008 年 10 月，打着

“变革”旗号的纳希
德，赢得大选，终结马
尔代夫威权体制，被
西方媒体称为“民主
的宠儿”。但是，其上
任以来的“改变”政
策，并没有给马尔代
夫民众太多实惠，结
果在其任期还剩一年
之际，就被军警赶下
台。不过，除此之外，
马尔代夫的政治动荡
还有深层次原因。

许利平（本文作者）

北京大学博士、中
国亚太学会理事、东南
亚研究中心副主任

殖民历史孕育
政治轮回

在殖民历史的阴
影下，马尔 代 夫 经 历
了绝对君主制——君
主立宪制——共和制
——绝对君主制度的
轮回

在 15 世纪-20 世纪 500
年中，马尔代夫先后遭受葡
萄牙、荷兰、法国和英国的
殖民入侵。在绝对君主体
制下，苏丹率领马尔代夫人
民进行反殖民运动，获得了
很高的威望。

1887 年 ，马 尔 代 夫 沦
为英国的保护国。英国人
为了有效地进行间接殖民
统治，极力维护苏丹的权
威。 1932 年，在世界民族
解放运动的影响下，马尔
代夫颁布第一部宪法，实
行君主立宪制。1953 年 1
月 1 日，在中东伊斯兰世界

“共和主义”思潮影响下，
马尔代夫又废除君主立宪
制，成立第一共和国。但
时 间 不 到 9 个 月 ，在 国 内
保皇势力和英国殖民者的
干预下，1953 年 8 月 21 日，
共和国总统阿明的职务被
罢免，共和国法律制度被
废除。

1954 年 3 月 6 日，法里
德苏丹登基，马尔代夫重
新 恢 复 绝 对 君 主 制 。 这
样，在殖民历史的阴影下，
马尔代夫经历了绝对君主
制——君主立宪制——共
和制——绝对君主制度的
轮回。这种历史的经历跟
今 天 的 马 尔 代 夫 有 点 类
似，政治体制似乎又经历

了一个轮回。

经济发展助长
民主呼声

上世纪马尔代夫
的快速经济增长，产生
一批要求民主变革的
中产阶级

1965 年，马尔代夫获得
民族独立，1968 年 3 月恢复
共和政体，开始威权民主时
期。

首任总统纳西尔被称
为“独立之父”，统治马尔代
夫达 20 年。独立之前，他
通过反殖民、反分裂，赢得
了国内民众的拥护。当选
总统后，他致力于国家基础
设施的建设，但由于国家经
济基础薄弱，经济发展相当
缓慢。

上世纪 70年代末，世界
经历石油危机，马尔代夫经
济雪上加霜，1978 年在人民
的抗议声中，纳西尔总统被
迫下台，逃亡新加坡。第二
任总统加尧姆 1978年上任，
大力发展经济，开放旅游
业。1980年至 1991年，马尔
代夫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
以 10.2%的速度增长，2002
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
2020 美元，为南亚地区最
高，由此产生一批像纳希德
家族一样要求民主变革的
中产阶级。

2004 年印度洋海啸重
创马尔代夫经济，加剧了
中产阶级民众要求民主和
政治变革的呼声。在此背
景下，2006 年，马尔代夫的
宪政改革启动。 2007 年，
全 民 公 投 通 过 新 宪 法 。

2008 年 10 月，顺利举行大
选，马尔代夫正式进入民
主转型时期。

宪政不稳引发
政治动荡

这次动荡的根源
在于行政与司法的对
立与冲突，最后酿成的
结果使得法律让位给
暴力政变

宪政体系的稳定是民
主转型是否成功的关键因
素之一。

一 般 说 来 ，初 始 进 入
民主转型的国家，都要经
历一个宪政体系动荡的时
期。如与马尔代夫经历类
似的印度尼西亚，1999 年
进入民主转型时期，3 年内
对 宪 法 的 修 改 达 4 次 之
多。马尔代夫 2007 年的新
宪法，酝酿的时间只有一
年，不可避免将出现新的
问题与矛盾。

马尔代夫新宪法确立
了三权分立制度。总统由
全民直选产生，任期不超过
两届。内阁部长、检察长由
总统任命，但需经过议会批
准，总统无权干预司法。这
次动荡的导火索就是纳希
德总统宣布逮捕刑事法院
的首席大法官，被军警借
机赶下台。但军警没有走
宪政的法治渠道，通过非
常 规 手 段 ，逼 迫 总 统 下
台，引起宪政危机。虽然
副 总 统 按 照 宪 法 程 序 上
台，但是总统的辞职没有
经过法律的程序。

这次动荡的根源在于
行 政 与 司 法 的 对 立 与 冲

突，最后酿成的结果使得
法律让位给暴力政变，因
此被媒体称为伊斯兰世界
的“倒春寒”。

利益结构失衡
冲击政权

纳希德就任总统
后推行的改革，伤及多
个阶层的利益

纳希德所属的民主党
在议会为第二大政党，代表
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。正
是靠下层民众和中产阶级
的支持，纳希德在 2008年当
选总统。

上台后，纳希德推行货
币改革，使得本国货币急剧
贬值，国内市场物价飞涨，
伤害了下层民众和中产阶
级的利益。另外，他推行税
收改革，让上层精英阶层多
交税，又得罪了上层精英，
特 别 是 旅 游 企 业 家 的 利
益。与以色列建交，允许饮
酒等政策，也触动了保守的
伊斯兰势力的利益。各种
利益结构综合作用，严重冲
击纳希德政权。

地缘政治让小
国不轻松

特殊的地缘政治
背景，使得马尔代夫政
治局势在一定程度上
更加复杂

马尔代夫地处亚洲的
南部，位于赤道附近的印度
洋之中。与印度和斯里兰
卡相邻。南部的赤道海峡

和一度半海峡为海上贸易
的重要通道，具有重要的战
略价值。

英国曾在马尔代夫设
立军事基地，美军的舰艇也
时常在该国停留和补给。
两伊战争期间，美国空军经
常借其空中走廊。1988 年，
印度军队一度进入马尔代
夫参与政府平乱。

本 次 政 变 后 ，美 国 负
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
第一时间抵达马尔代夫。
印度也派外交部秘书前往
马尔代夫，调停各个政治
派别的矛盾和冲突。

近 年 来 ，中 国 游 客 访
问 马 尔 代 夫 逐 年 增 加 ，
2011 年 中 国 到 访 游 客 近
20 万人次，占整个马尔代
夫 外 国 游 客 总 数 的 21% ，
连 续 两 年 成 为 马 尔 代 夫
最 大 的 客 源 。 鉴 于 旅 游
业 是 马 尔 代 夫 的 支 柱 产
业，中国对马尔代夫经济
的 影 响 越 来 越 大 。 在 此
背景下，西方国家和印度
一 些 媒 体 大 炒 中 国 所 谓
珍珠链战略。

特 殊 的 地 缘 政 治 背
景，使得马尔代夫政治局
势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
复杂。

总体说来，亚洲其他国
家民主转型的经历表明，从
威权民主向多元民主转型
的过程中，大都要经历几轮
或几次政治动荡。因为宪
政体制的重塑造、社会结构
的改变、利益结构的重组
等，都需要一个必要的阵
痛 过 程 ，没 有 捷 径 可 走 。
在此意义上讲，马尔代夫
的民主转型，也难逃政治
动荡的魔咒。

2月7日，马尔代夫马累，反对派支持者在共和广场示威。


